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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食与生活”
征文

什么时候知晓春天到来了呢？几天前的那
个早上，我听见了鸟声。大约三两只，叫声疏疏
落落，偶尔呼应，仔细听，还能听见它们翅膀拍
打着枝头。一定栖在那株玉兰上，这时节，玉兰
连个花苞也没打，枝上只有茸茸的毛笔头。而这
些聪明的小生灵，已在料峭春风中站上花树枝
头，鸣唱着簌簌而至的春。

每到春天，就特别羡慕那些住在四季分明
地方的人。一期一会的东西是多么难得，小到食
物，大到时节。有一年的三月初我在台南，黄昏
时去海边，听见有人用旧式的木匣子放歌，闽南
语咿咿呀呀，唱着灯下十七八岁女儿家，思量人
家郎。真好啊，十七八是人生三月天，青春随风饱
满，同花一道绽放。相比起来，北方的春天没有悠

长的过门，一夜之间，春与荠菜一起铺天盖地。
也特别嫉妒那些有机会能在春天里远足的

人，高山杜鹃开满山冈，江水边有朦胧桃红，一路
上，遇见牛羊、草甸与桃花沟，晚上住在村落里，
数着星星过夜，窗外有风声，吹动檐下茅草。我嫉
妒他们能遇见更修长的樱桃树，嫉妒他们能遇见
会说话的布谷鸟，嫉妒他们能遇见更明媚的春。

惊蛰之后，天逐渐暖，即使没有春雷春雨，
百虫黄鹂依旧从流年中惊醒。阳光像是掺了陈
酿，照人身上微醺，若在晚间出门，多半也不会
遇上凉初透的北风。春天最适宜恋爱，春风中的
人，不自觉会温柔很多，看在春风的面上，看在春
光的面上。园中樱花还要再等些时日才开，而杯中
樱花晕了水，已在茶汤中飘飘浮浮。见过日本人用

樱花制糕点，盐渍樱花叶包着糯米年糕，红豆馅。
街头的糕饼店里有桃花酥买，也是粉嘟嘟的女
儿色，馅是莲子红豆沙，花蕊处缀几粒芝麻。

花市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冬日里花也多，可
到底不似这时节，叶片插入泥土中也能活。多肉
长得可爱极了，从根茎处生出密密的小枝丫，插
到蓬松土里，花发勃勃似春光。买来毛边郁金香
与花毛茛插瓶。店家哼唱着小曲，把花毛茛称为
洋牡丹。叫洋牡丹也不算错，花毛茛美得规整，周
身挑不出错来，真像是薛宝钗，整齐到不可爱。

春天万般好，只是给人许多错觉，误以为世
界只余美好，一切花发似旧年。最怕在春日晚上
上大课讲古圣先贤，教室中黑压压一片，低头
看，是一张张青春的脸。这时节，该去桑间濮上，
好想把他们从课堂上赶走，让他们去草地上踏
青，就着和煦春风，在月光下谈恋爱。

花开堪折直须折，春风到时莫徘徊。

我一直为我的名字得意，因为在很长时间
里还没曾发现有人与我重名，甚至与我名相同
的都很少见。

我始终弄不明白，毕业于清华大学给排水
专业的三姨为什么会给我起这样一个名？学理
科的三姨似乎对文字并没有太多的研究，但怎
么会在几千个汉字中偏偏选中这样一个字来充
当我的名呢？我查过新华字典，溱字是多音字，
既可以读“qin”也可以念“zhen”，一个是地方
名，溱潼，在江苏，一个是水名，溱头河，在河南。
这一南一北的水名和地名，与我无任何渊源，跟
家人也无半点牵连，但为什么会按在我的头上，
而且终身相伴呢？我一直认为，人的名字虽然只
是个符号，却是一个人活在世上除了肉体之外
的另一个形象，所以极为重要。

见到三姨我提出心中的疑惑，不料三姨思
索了一会儿回答：忘了。很是遗憾，但也无所谓
了。好在这是个不错的名字，起码避免了重名。
尽管有些人有时会误写成“臻”或者“瑧”，但并
不影响我的存在，更不影响这个有些生僻之嫌
名字的“鹤立鸡群”。

发现有与我完全重名的线索，还要归功于
互联网。打开百度，先是出现了同一个叫“王溱”

的名字，是河北省一家医院的一名医生，从事放
射学诊断、教学和科研工作 40余年，是河北省关
节影像学方面的著明专家和学术带头人，得过
许多医学方面的奖励，甭说，人家是知名人物。
另一位与我重名的是一位幼童，女孩，不知是谁
为她建了一个微博，上面还有一副可爱的照片。
这一老一少，职业和年龄上跟我都沾不上边，我
想，即便有人上网搜寻，也不会张冠李戴。

再后来，网上与我同姓同名的越来越多，有
电影摄影师，服装设计师，销售经理，法人代表，
商店老板，大学生，编辑，等等，其性别，年龄，职
业也是不尽相同。看来王溱这个名字男女通用，
适合各种群体，已不再是“小众”系列，早跨入

“大众”行列了。
重名中让我最为关注也颇感兴趣的是一位

80 后的女性。之所以“情有独钟”，是因为她也
是位作家，而且还是位颇有才气，发展势头向好
的后起之秀。实际挺早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这个
名字，那是一个关于咖啡方面的征文，有个叫王
溱的获得了一等奖。当时我也写过一篇关于咖
啡的散文，但没参加什么评奖，猛然间在百度上
看到与自己重名的人获了奖，自然好奇，饶有兴
趣，于是便认真看了下去。文章中有句话我印象

极深：咖啡有眼睛的话，你敢直视着它的眼睛
吗？那是十年前，能有这样浪漫而富有想象的句
子，着实令我刮目相看。直到今天我无法印证这
篇获奖作品，是不是就是那位作家王溱的，但我
想应该是的。因为后来我发现，王溱的小小说中
运用的语言许多是充满了激情，浪漫，和无尽的
想象。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恰到好处地驾驭这
样的语言。

因为重名，“误会”就多了起来。几次文友告
知，看到你在某某杂志上发表的作品了。开始
一头雾水：并没给某某杂志投稿啊！后来发现，
作品都是人家那个王溱的。

现在网上能搜寻到的“王溱”有 59 位，网下
有多少不得而知，肯定是庞大的数字。

中国人多，王姓又是个大姓，重名并不为
奇。但以前很少有人用这个名，现在居然奇多，
令人有些纳闷。或许大众化的称呼太多，人们为
了避免撞车，另辟蹊径？但这只是一种猜测而
已。有些大众化的名字反而在网上并没见重复，
这倒是奇事。前些日子“局座”张召忠在一脱口
秀节目上说，他的名字居然在网上没有重名的。
我不太相信上网浏览了一番，除了发现一位出
生于1337年的著名说客及风流散曲作者张召忠
外，还真没看到当下另一位张召忠。而张召忠这
个名字，并无奇特之处，张姓绝对是大姓，相信
重名的不在少数，现在居然都“深藏不露”，这足
以说明，名人效应有时产生的磁场具有强大的
排他力，让人轻易不敢“高攀”。

伦敦是个无法只是用美丽来定义的
城市。雨中的伦敦正如一位蒙上面纱的
少女；晴朗时的伦敦又如一个衣着华丽、
仪态万方的贵妇人；白天时的伦敦明亮
而充实；夜晚来临时的伦敦又别具另一
番风情⋯⋯每每与朋友念及于此，伦敦
的多面感总是令我沉迷不已。

伦敦的城市建筑是值得单开一篇细
细来写的。与法国的城市明显有别的是，
伦敦不单有古老而陈旧的历史建筑物，
也有气势宏伟的现代高楼。但即使伦敦
富有新意的建筑层出不穷。然而英国人
对历史建筑的完整保护令人感佩，当游
人走上几百步，会猝不及防扑面迎来一
处有名有姓有历史出处有美丽传说的古
迹。而转过这条大路去另一处大街，英伦
独特而娇艳的玫瑰铿锵绽放，香气氤氲
中时尚感笼罩。而目力所及中，又见一棵
棵树叶婆娑底下，掩映着一栋栋形状迥
异的房子，仿佛在诉说岁月轮转时光留
情。伦敦有着独特的街边景色——每一
家商店的橱窗都如一幅幅不同流派的画
作，带给人们温暖而充实的感觉。而在伦
敦，当你走在干净而美观的街道上时，当
你一抬头便看见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教堂
时，并不觉得突兀或格格不入。它们好像
天然地就该在这里，天然地就应该承接着
人们目光的打量与端详⋯⋯或许这正是
这座城市独特的难以言传的底蕴和美感。
我曾经不解，是什么如此天衣无缝地将伦
敦的各类新旧建筑衔接在一起而不显杂
乱不露怯像？终于，我明白，正是那些娇妍
的花儿。伦敦的街头总能看见鲜花，花丛
的铺设都富有新意，各式各样的五颜六
色的花儿自成一景，看得人眼花缭乱，但
这又不只是伦敦令人驻足的地方。

伦敦被称为雾都，指的正是伦敦多
雨的气候。在伦敦，人们出门都得带上雨
伞，倘若一天内能不下雨，便是值得雀跃
的事情了。但好在伦敦的雨不大，时间也
短，所以英国人出门几乎不撑伞，或许是
早已习惯了的缘故吧？在街头巷尾的雨
中，总瞧见一群金发碧眼的小孩子自由自
在地沿街跑闹着。

伦敦吸引我的，令我流连的不仅是
它的景色与文化，还有伦敦人的“绅士、
淑女”风范。那些电影里的关于英国伦敦
的教养与礼仪在这里活生生地被感受
到，有非常受用的又不觉得隆重的恰到
好处。当我们问路时，很多热心英国人总
是尽力地帮助我们，哪怕有时，我并不标
准的部分发音，他们都一样坦然接受。

当我在此刻想起伦敦时，我忽然想
到木心的一句话，“凡是纯真的悲哀者我
都尊敬，人从悲哀中落落大方走出来，就
是艺术家。”在我的心里，伦敦就是这样
的一个印象。

我与曾平是 20 多年的老朋友，我们初识时
还是同行，他在惠州日报编副刊，我在深圳商报
编副刊，当时省里组建了一个报纸副刊研究会，
我们自然就成了“会友”。再加上深圳和惠州是
邻居，同行加邻居，自然就走得很近。我们都曾
给彼此的副刊约过稿。1996 年我从欧洲出访归
来，他闻讯立即打电话约我写些见闻，记得那篇
有关波茨坦《中国茶亭》的文章就是被他催生出
来的。由此，我知道曾平是一个好编辑——一个
能把作者的好作品“催逼”出来的编辑，必定会
被很多作者铭记在心。我相信，在惠州日报的众
多作者中，像我这样因为一篇稿子而把他铭记
在心的人，应该还有很多。

后来，曾平从报界消失了，我也一度与他
“失联”。直到有一天接到他的电话，我才知道他
调到市里机关去做公务员了。不过，以我对官场
的“偏见”，总觉得像曾平这样有才华有品位却
不擅言谈、性格耿介的人，并不适合到那些竞争
激烈且另有一套“处事规则”的地方去，内心还
曾隐隐地为他感到惋惜。前几年，我从报纸上看
到惠州市曾平一家被评为“首届全国书香之
家”——这是一份含金量很足的荣誉，我当即打
电话给曾平表示祝贺，也就是在那次聊天中，我
得知他近年来迷上了钢笔画。

说实话，我此前对钢笔画一无所知，所有关
于钢笔画的知识都是曾平传授给我的。他时常
用微信给我发来他的钢笔画新作，还不时传送

一些报纸刊发的他的作品和报道。我受其影响，
也开始关注钢笔画这个独特的画种。钢笔是西
方人发明的，钢笔画自然也是西方的传统画种。
而对中国人来说，钢笔画还是一个引进不过几
十年的新画种。曾平接触钢笔画并非刻意而为，
他曾跟我说起，他早年受家庭影响，一直喜欢拿
个本子勾勾画画。偶然用钢笔为自己的报纸画
了一幅城市风景，报社的美编告诉他：“你画的
这叫钢笔画。”他这才知晓其名。从此，由喜欢到
痴迷，由随意到精心，由业余到专业⋯⋯如今，
曾平已然是“中国钢笔画联盟”的理事，参加过
各种钢笔画大展且屡屡获奖，在广东乃至全国
钢笔画界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其赫然成家已
是指日可期的事情了。

钢笔画属于“易学难工”的画种。看似简单，
入门也不难。但是深入门径探奥发微，却是曲径
盘绕山高路险。西方早已是高峰林立；国内也是
名家辈出争奇立异。曾平在首次参加国家级大展
之后，曾有一段时间不敢拿笔，而是如饥似渴地

“恶补”钢笔画和美术史知识，填充因多年徘徊于
圈外所造成的“辘辘饥肠”。而多年写作和办报带
给他的文学素养与艺术悟性，此时则变成了他在
艺术道路上披荆斩棘、攻关闯隘的利器。他能在
短短十年间就在钢笔画领域脱颖而出，固然令人
称奇，殊不知在其身后还闪耀着一个“全国书香
家庭”的金字招牌——对曾平这位“饱学之士”而
言，诗书的滋养、文化的积淀、艺术的贯通和融

合，无疑是其画艺精进的助推剂和培养基。
两年前，我与曾平有过一次愉快的会面，他

带来一批新作给我观赏。这是我第一次集中读
到这么多、这么精彩的钢笔画原作，那感觉与在
微信上看电子版完全不同。他的画作多以岭南
的乡村风景为主题，古树盘根，江河蜿蜒，城郭
村舍，田园阡陌。这些景致到了他的笔下，皆被
融入了浓浓的诗意，这是因深爱而产生的艺术
灵境。他说，多年住在城里，不知为何，梦里总是
回乡。这批画作就是他前不久回到河源老家时
即兴写生之作。我由此想到，艺术之表现，往往
是艺术家心中所有眼中所无的影像。即便是眼
中所有，也要用艺术的视角加以再造和变形，使
之变得不为寻常所见。钢笔画的特性是方便快
捷，擅长描绘眼前景物，但是，如果只是照景写
真，“诗心缺失”，则所作无非照相之变种，艺术
价值何在？曾平深谙此理，他的画面取舍相宜，
重点突出，线条爽利，造型简洁，下笔果断而自
信。我还留意到，他尤其善于运用“点”来表现景
物的质感，我笑称他与法国后期印象派的“点彩
大师”修拉是隔代相知，他却淡然一笑，说你何
不说是与宋代“米点山水”一脉相承呢？

丰厚的学养加上过人的勤奋，造就了曾平
在钢笔画领域的成功。人们说他是无师自通，我
却觉得他有个最重要的老师是无可替代的，那就
是“兴趣”。有浓厚的兴趣，又选择了一条很僻静
很小众的道路，凭着其特有的韧性、悟性和诗性，
曾平以一支铁笔“直追出心中之画”（清代画论家
蒋和语）。我为这位昔日的同行、今日的画友感到
欣慰和自豪，这也是我明知自己是个外行，却还
不揣冒昧地答应为其画集写下这篇文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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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秋膘

人到夏天，没有什么胃口，饭食清淡简
单，芝麻酱面 （过水，抓一把黄瓜丝，浇点
花 椒 油）； 烙 两 张 葱 花 饼 ， 熬 点 绿 豆 稀 粥
⋯⋯两三个月下来，体重大都要减少一点。
秋风一起，胃口大开，想吃点好的，增加一
点营养，补偿补偿夏天的损失，北方人谓之

“贴秋膘”。
北京人所谓“贴秋膘”有特殊的含意，即

吃烤肉。烤肉大概源于少数民族的吃法。日本
人称烤羊肉为“成吉思汗料理”（青木正 《中
华腌菜谱》 里提到），似乎这是蒙古人的东
西。但我看 《元朝秘史》，并没有看到烤肉。

北京烤肉是在“炙子”上烤的。“炙子”
是一根一根铁条钉成的圆板，下面烧着大块的
劈材，松木或果木。羊肉切成薄片 （也有烤牛
肉的，少），由堂倌在大碗里拌好佐料——酱
油，香油，料酒，大量的香菜，加一点水，交
给顾客，由顾客用长筷子平摊在炙子上烤。

“炙子”的铁条之间有小缝，下面的柴烟火气
可以从缝隙中透上来，不但整个“炙子”受火
均匀，而且使烤着的肉带柴木清香；上面的汤
卤肉屑又可填入缝中，增加了烤炙的焦香。过

去吃烤肉都是自己烤。因为炙子颇高，只能站
着烤，或一只脚踩在长凳上。大火烤着，外面
的衣裳穿不住，大都脱得只穿一件衬衫。足鄧
长凳，解衣磅礴，一边大口地吃肉，一边喝白
酒，很有点剽悍豪霸之气。满屋子都是烤炙的肉
香，这气氛就能使人增加三分胃口。平常食量，
吃一斤烤肉，问题不大。吃斤半，二斤，二斤半
的，有的是。自己烤，嫩一点，焦一点，可以随
意。而且烤本身就是个乐趣。

北京烤肉有名的三家：烤肉季，烤肉宛，
烤肉刘。烤肉宛在宣武门里，我住在国会街
时，几步就到了，常去。有时懒得去等炙子

（因为顾客多，炙子常不得空），就派一个孩子
带个饭盒烤一饭盒，买几个烧饼，一家子一顿
饭，就解决了。烤肉宛去吃过的名人很多。除
了齐白石写的一块匾，还有张大千写的一块。
梅兰芳题了一首诗，记得第一句是“宛家烤肉
旧驰名”，字和诗当然是许姬传代笔。烤肉季
在什刹海，烤肉刘在虎坊桥。

从前北京人有到野地里吃烤肉的风气。玉
渊潭就是个吃烤肉的地方。一边看看野景，一
边吃着烤肉，别是一番滋味。听玉渊潭附近的
老住户说，过去一到秋天，老远就闻到烤肉
香味。

北京现在还能吃到烤肉，但都改成由服务
员代烤了端上来，那就没劲了。我没有去过。
内蒙也有“贴秋膘”的说法，我在呼和浩特就
听到过。不过似乎只是汉族干部或说汉语的蒙
族干部这样说。关于手把羊肉，我曾写过一
篇文章，收入 《蒲桥集》，兹不重述。那篇文
章漏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即羊肉要秋天才好吃，大
概要到阴历九月，羊才上
膘，才肥。羊上了膘，人
才可以去“贴”。

◎ 汪曾祺

吸烟之害：迟到的认识

肥头胖脑的丘吉尔面带微笑、嘴上叼着一
支雪茄，镇定自若地指挥着抗击希特勒的战
争。叼着一支雪茄，几乎成了丘吉尔的招牌
形象。

说叼着雪茄、镇定自若，并不暗示这两者
之间有什么关系。美国总统罗斯福不吸烟，日
本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也没见
他惊慌失措。而丘吉尔是当时的英国首相，英
国上流社会应该讲求绅士风度，吸烟有害健
康，首相先生如何能公然吸烟？“健商”为何
如此不高？

吸烟一事考诸历史，说是哥伦布发现新大
陆时，从南美洲的玻利维亚带回了烟草的种子
在欧洲种植，大航海时代，吸烟遂逐步在全球
流行起来。如此算来这吸烟也应有了五六百年
的历史了。不过人类真正认识吸烟的危害却是
近几十年的事。

吸烟之盛行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其
时人们发明了卷烟 （香烟） 并制成了卷烟机，
火柴亦得以广泛使用，使吸烟变得价廉和方便
了，于是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都吞云吐雾起
来。随着医药的发展，人的寿命延长了，于是

吸烟的危害逐步暴露出来，并开始受到人们的
关注：1950 年 《美国医学会杂志》 发表名为

《吸烟可能是支气管肺癌的发病因素》 的研究
论 文 ， 开 启 了 系 统 研 究 吸 烟 危 害 之 先 河 。
1964 年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发布的健康白
皮书指出：吸烟危害健康，应设法减少烟草的
消费。直到 1994 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才正式认定尼古丁的成瘾性。有了对尼古丁成
瘾性的认识，诸如尼古丁受体阻滞剂等有助于
戒烟的药物才逐步开发出来。

虽是迟到了几百年的认识，但终究时代不
同了，知识、信息“全球化”了，吸烟有害健
康的认识逐步得到了全球卫生界的认同。不
过，卫生界认同了不等于事情就能办好了。由
于尼古丁的成瘾性，吸烟稍久之人对其中的尼
古丁产生了依赖，一旦停止吸烟便可产生种种
不适，若不寻求医药的帮助，吸烟者往往对烟
草欲罢不能，难以摆脱。这事让各国政府亦觉
犯难：烟草并非毒品，尼古丁依赖者一般并不
危害社会，无法立法禁绝。更何况烟草商还能
提供大量税收，甚至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各国
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于是许多国家的政府只
好 宣 传 吸 烟 有 害 、 规 定 公 共 场 所 不 能 吸 烟
等等。

吸烟的历史五六百年，认识吸烟有害健康
才 60 余年，而且最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医学界的认识也只是局限于“吸烟会引起肺
癌”，而在吸烟者中则有人会反诘：不吸烟者
亦会生肺癌。

吸烟对人之危害并不只在于引发肺癌。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研究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
机理时发现：脂肪类物质不是简单地停滞在动
脉之中导致动脉阻塞，引发心脑血管病，而是
钻入动脉血管壁中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进而引
发心脑血管病，脂肪钻入血管壁中的先决条件

则是动脉血管壁最内层的膜，即内膜的损伤。
而吸烟是损伤动脉内膜的重要原因之一，故吸
烟者的动脉粥样硬化来得早、来得严重。丘吉
尔先生死于脑卒中看来与他嗜烟不无关系。

近年的研究还表明，吸烟不仅与肺癌、心
脑血管病有关，还是致癌因素中的“大头”，
喉癌、食管癌、膀胱癌、肾癌、胰腺癌、肝
癌、乳腺癌等的发病因素皆与之有关。肿瘤学
家研究认为人类癌症的发生甚至近 4 成应归咎
于 吸 烟 。 故 若 不 控 烟 ， 防 癌 之 事 即 无 从 谈
起了。

其实除了癌症、心脑血管病外，慢性呼吸
道疾病，即老慢支 （老年慢性支气管炎）、肺
气肿、肺心病 （肺源性心脏病） 等一系列的慢
性阻塞性肺病的发生更与吸烟关系密切，甚至
据估计，吸烟者最终发生此类疾病的概率在
70%以上，其危害面当不在癌症与心脑血管病
之下，而此类疾病亦是我国居民死亡的重要原
因之一。

据中国居民死因调查显示：心脑血管病为
我国居民死亡原因之首，次为癌症，第三即慢
性呼吸道疾病。故可明确表述为：成为我国居
民主要死因之疾病皆与吸烟有关！甚至有更为
直接的表述称，我国现有 3 亿多烟民，其中至
少 1 亿以上的人员将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疾病！
这还未包括被动吸烟造成对生命的损伤。

统计学的结果令人触目惊心，但它显示的
却是事物的本质。如今科学昌明，吸烟对健康
的危害，其真相已大白于
天下，而且对尼古丁成瘾
的解脱尚可寻求医药的帮
助。人是理性的动物，应
该可以在健康与屈从于尼
古丁依赖之间做出正确的
选择。

◎ 杨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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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广州的一些小巷，会有阵阵诱人的香
气袭来，会从你的鼻子钻入你的肺部，再扯动
你的味觉和食肠，引得你的脚步挪不动了——
这就是很多人遇到烤红苕时的情景。

记得有一次，公司会计买了几个烤红苕分给
大家吃。我说不吃，我是吃这个长大的。会计惊
讶道，真幸福！我说吃红苕长大叫幸福？她说红
苕可好吃了，可惜，她老家那里很少有红苕。

关于红苕，我儿时是天天吃。由于老家属
于丘陵地势，故水田少山地多。江南有梅雨季
节，山地土壤也最适宜种植红苕，所以，年年
丰收。红苕对土壤的要求不高，又成活率很
高，老家插苕季节一般都是端午前后，雨水是
不缺的，女人们围在堂屋中将红苕藤剪成三片
叶一段一段的，男人们则戴着斗笠披着蓑衣担
着剪好的红苕苗去修整好的地垄里插。

我们小孩子也会帮忙。母亲比划着告诉
我，剪红苕苗时剪刀要倾斜着，这样剪的红苕
苗的插口就是斜的，不仅方便插，也会让苗插
进土壤时降低插口破损，这样，红苕会提高两
三天的生长期。别小看这两天的生长期，其实
很关键很有必要，因为，它结的红苕会大许
多，高产。

至今犹记得，那时候，我家年年能分到一
万多斤红苕，全部窖藏在父亲打的四个地窖
里，这可是家里一年的主要粮食。记得父亲说
起闹饥荒那几年，我们大队一千五百多口人，
没有一人饿死，这全是这红苕的功劳。那时
候，人们能吃饱红苕就是幸福。

可是，到了我大了的时候，红苕更高产了，
但是，再好的美味，吃多了就会腻，每餐看到大
铁罐里煮着红苕，我的胃就痛。母亲就变着花样
弄着吃。蒸、煮、焖、烤、炸、炒、烧、刨成红
苕丝、做成红苕干、红苕萢，打苕角，更可加工
成苕粉。红苕粉又可作佐料，可做成夹红苕粉
砣，做红苕粉粑，苕粉糊，和沸汤等食用。更让
我至今一直怀念的是红苕粉条和红苕圆。

不过，这红苕粉条和红苕圆虽然很好吃，
但要经过多道加工。特别是红苕粉条，至今想
起加工过程也会打寒颤，为何？是又辛苦有麻
烦。要选淀粉含量多的红苕 （很硬的白心、紫
心红苕），洗干净后去碎苕机碎过，再用滤布
袋、包袱和堂王 （木制的大容器） 在池塘边将
碎过的红苕过滤，过几天，才去将堂王里的苕
粉取出来放晒簟上晒干，然后再通过一系列工
序做成红苕粉。这一切都是在冬天里完成，所
以，等到红苕粉条加工好，母亲的手要裂很多
道口。不过，当餐桌上多了这道美味，母亲觉
得再苦再累也值得。

至于红苕圆，是一种很难得的素食，不仅
味美，更包含了一种饮食文化，意指一家团
圆。这道素菜在故乡过年时是必不可少的“座
上宾”。我一直搞不明白这许多年来总是喜欢食
用，从来没有吃腻过。食材虽简单，加工却很
讲究，是按佛家的素食口味烹制的，不能添加
佛家所戒食的荤、姜、蒜、葱和韭菜，即禁用
动物原料，也禁用植物中“五辛”。 红苕圆可
以久藏，每年过年父母亲总是做很多，一直吃
到元宵节。

前不久，与十多岁的外甥一起吃烤红苕，
我讲起儿时吃红苕的历史，外甥很惊讶，羡慕
地说，舅舅，您真幸福！

哦，幸福！我若有所思，忽然就想起母亲
那时说的一句话。母亲说，也许有一天，红苕
是好粮食。想不到从未进学堂门的母亲一语中
的，今天的红苕，是素食之王。

且听

风吟 铁笔追出心中画
◎ 侯军（深圳）

◎ 姚嘉卉 文/图（深圳）


